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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自1973年对外开放以来，全

市的工农业生产和商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迅速发展，逢此盛世，

编纂《桂林市财政志》，‘总结桂林市建市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理

财经验和教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桂林市财政志》是桂林市历史上第一部财政专业志书。它记载

了桂林市财政的历史和现状，发展与变革。它既反映了獯林市各个历

史时期财政收支和管理的内容、本质和特点，’生财、聚财、用财的具

体做法；又反映了桂林市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情况及与财政的

关系。编写财政志的目的在于保存财政史料，反映现实，服务当代，

益予后世。本志可为当今和今后从事财政工作的嗣志提供历史借鉴，

少走弯路，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增强财政实力，也可为其他经济管理

等部门的同志提供财政史料，为加强全市的经济管理工作，促进经济

全面发展做出贡献。

在编纂《桂林市财政志》的过程孛，全体修志人员以高度负责的

精神，对历史资料进行挖掘、征集、整理和考证，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在广大财政工作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历时霉年，凡易其稿，才完

成了志书的编纂工作。·在此，向参加和支持志书编写的人员和单位表

示慰问和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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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

《桂林市财政志》编纂工作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修患办、桂

林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其他有关部门和市财政界老同志的关怀：

帮助和指导下，经过全体编志人员的共同努力，现在终于出版了。这

是我市财政战线的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桂林市财政志》是桂林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有关财政事业的专

业志书。志书以财政史料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建市50年

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市财政的发展，。财政管理工作的得与失，经验与教

训作了较详细的记述。它为广大财政工作者了解桂林市财政的过去和

现在，借鉴历史经验，提高在新形势下的理财水平，提供了必要而可

靠的史料，同时也是其他部门从事经济管理和研究工作的同志了解财

政情况的一部重要工具书。《桂林市财政态》将作为重要的财政历史

文献传予后世，益予后人。

《桂林市财政志》的编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无经验可鉴。从

1 989年开始的四年多时间里，参加编志的同志克服了许多困难，付出

了艰苦的劳动，才取得了这一成果，在此对编辑人员表示衷心的敬

意。由于水平和能力所限，加上部分年代史料残缺不全，志书中难免

有缺点和错误，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凡 例

1． 《桂林市财政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编纂的一本

部门志。

2． 本志记述范围，前十章专门记述桂林市区(含郊区)的财政

发展变迁情况，市属两县单列一章介绍。志书上限原则上定为1940年

元月，即桂林建市之日起，下限至1990年止，部分内容适当上溯或延

伸至搁笔时止。

3． 本志采用横排门类、纵写始末的编排方法，横排顺序是：

序、凡例、概述、大事记、行业专章、市属两县财政、附录、后记。

分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财政预算体制和会计事务管理属财政

管理，但因其内容较多，故各单列一章。卷首配彩色照片，图表随文

插入有关章节。

4． 本志中的财政收支数字，除有加注者外，均以财政决算为

准。民国时期的财政收支按当时流通的货币为准。建国后的以现行的

新人民币为准，建国初期使用的旧人民币已折合成新人民币。

5． 为便于记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

本志行文均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制定的《广西地方志

编修工作行文规定》执行。



目 录

概述⋯⋯⋯⋯⋯⋯⋯⋯⋯⋯⋯⋯⋯⋯⋯⋯⋯⋯⋯⋯⋯⋯⋯⋯⋯⋯⋯⋯．(

大事记⋯⋯⋯⋯⋯⋯⋯⋯⋯⋯⋯⋯⋯⋯⋯⋯⋯⋯⋯⋯⋯⋯⋯⋯(

第一章财政机构⋯⋯⋯⋯⋯⋯⋯⋯⋯⋯⋯⋯⋯⋯⋯⋯⋯⋯⋯．．(

第一节 民国时期⋯⋯⋯⋯⋯⋯⋯⋯⋯⋯⋯⋯⋯⋯⋯⋯⋯⋯．(

第二节建国后⋯⋯⋯⋯⋯⋯⋯⋯⋯⋯⋯⋯⋯⋯⋯⋯⋯⋯⋯(

_、市财政⋯⋯⋯⋯⋯⋯⋯⋯⋯⋯⋯⋯⋯⋯⋯⋯⋯⋯⋯⋯⋯⋯⋯⋯⋯⋯(

(一)沿革⋯⋯⋯⋯⋯⋯⋯⋯⋯⋯⋯⋯⋯⋯⋯⋯⋯⋯⋯⋯⋯⋯⋯⋯(

(=)人员⋯⋯⋯⋯⋯⋯⋯⋯⋯⋯⋯⋯⋯⋯⋯⋯⋯⋯⋯⋯⋯⋯⋯⋯(

=，城区，郊区和乡财政⋯⋯⋯⋯⋯⋯⋯⋯⋯⋯⋯⋯⋯⋯⋯⋯⋯⋯⋯⋯(

笫三节党组织⋯⋯⋯⋯⋯⋯⋯⋯⋯⋯⋯⋯⋯⋯⋯⋯⋯⋯⋯．(

第四节群团组织⋯⋯⋯⋯⋯⋯⋯⋯⋯⋯⋯⋯⋯⋯⋯⋯⋯(

一、工会⋯⋯⋯⋯⋯⋯⋯⋯⋯⋯⋯⋯⋯⋯⋯⋯⋯⋯⋯⋯⋯⋯⋯⋯⋯⋯(

=，共青团⋯⋯⋯⋯⋯⋯⋯⋯⋯⋯⋯⋯⋯⋯⋯⋯⋯⋯⋯⋯⋯⋯⋯⋯⋯⋯(

第二章财政预算体制⋯⋯⋯⋯⋯⋯⋯⋯⋯⋯⋯⋯⋯⋯⋯⋯⋯(

第一节 民国时期⋯⋯．．．⋯⋯⋯⋯⋯⋯⋯．．．⋯⋯⋯⋯⋯⋯⋯⋯(

第二节建国后⋯⋯⋯⋯⋯⋯⋯⋯⋯⋯⋯⋯⋯⋯⋯⋯⋯⋯⋯⋯(

一，自治区对桂林市的财政预算体制⋯⋯⋯⋯⋯⋯⋯⋯⋯⋯⋯⋯⋯⋯⋯(

=，市对城区，郊区及乡的财政预算体制⋯⋯⋯⋯⋯⋯⋯⋯⋯⋯⋯⋯⋯(

。第三章财政收入⋯⋯⋯⋯⋯⋯⋯⋯⋯⋯⋯⋯⋯⋯⋯⋯⋯⋯⋯·(

1 )

10 )

44 )

44 )

45 )

45 )

46 )

48 )

55 )

56 )

57 )

57 )

57 )

59 )

59 )

61 )

61 )

69 )

73 )

第一节工商税收⋯⋯⋯⋯⋯⋯⋯⋯⋯⋯⋯⋯⋯⋯⋯⋯⋯(86)

一，民国时期⋯⋯⋯⋯⋯⋯⋯⋯⋯⋯⋯⋯⋯⋯⋯⋯⋯⋯⋯⋯⋯⋯⋯⋯⋯(86)

=、建国后⋯⋯⋯⋯⋯⋯⋯⋯⋯⋯⋯⋯⋯⋯⋯⋯⋯⋯⋯⋯⋯⋯⋯⋯⋯⋯(86)

(一)收入概况⋯⋯⋯⋯⋯⋯⋯⋯：⋯⋯⋯⋯⋯⋯⋯⋯⋯⋯⋯⋯⋯··(87)

一毒一



(：)虢耩聋亿⋯⋯⋯⋯⋯⋯⋯⋯⋯⋯⋯⋯⋯⋯⋯⋯⋯⋯⋯⋯⋯⋯(g莲)

(曼)税收减免⋯⋯⋯⋯⋯⋯⋯⋯⋯⋯⋯⋯⋯⋯⋯⋯⋯⋯⋯⋯⋯⋯(96)

(霆)裁源⋯⋯⋯⋯_⋯⋯⋯⋯⋯⋯⋯⋯⋯⋯⋯⋯⋯⋯⋯⋯⋯⋯⋯(98)

第二节企业收入⋯⋯⋯⋯⋯⋯⋯⋯⋯⋯⋯⋯⋯⋯⋯⋯⋯．．(105)

一、上交潮渍⋯⋯⋯⋯⋯⋯⋯⋯⋯⋯⋯⋯⋯⋯⋯⋯⋯⋯⋯⋯⋯⋯⋯⋯⋯(王12)

：、上交折旧基愈⋯⋯⋯⋯⋯⋯⋯⋯⋯⋯⋯⋯⋯⋯⋯⋯⋯⋯⋯⋯⋯⋯⋯(115)

置、国营企韭殛搿税和调节裁⋯⋯⋯⋯⋯⋯⋯⋯⋯⋯⋯⋯⋯⋯⋯⋯⋯⋯(116)

嬲、弥补企业计划亏损⋯⋯⋯⋯⋯⋯⋯⋯⋯⋯⋯⋯⋯⋯⋯⋯⋯⋯⋯⋯⋯(116)

置、其他各项企业收入⋯⋯⋯⋯⋯⋯⋯⋯⋯⋯⋯⋯⋯⋯⋯⋯⋯⋯⋯⋯⋯(118)

(一>主交多余流动资金⋯⋯⋯⋯⋯⋯⋯⋯⋯⋯⋯⋯⋯⋯⋯⋯⋯⋯(1圭8)

(=)固定资产变价收入⋯⋯⋯⋯⋯⋯⋯⋯⋯⋯⋯⋯⋯⋯⋯⋯⋯⋯(118)

<三)资金蛊用费⋯⋯⋯⋯⋯⋯⋯⋯⋯⋯⋯⋯⋯⋯⋯⋯⋯⋯⋯⋯⋯(118)

(西)经营承包及包千返还⋯⋯⋯⋯⋯⋯⋯⋯⋯⋯⋯⋯⋯⋯⋯⋯⋯(118)

第三节 农监税收⋯⋯⋯⋯⋯⋯⋯⋯⋯⋯⋯⋯⋯⋯⋯⋯．．(132)

一，农蛾税⋯⋯⋯⋯⋯⋯⋯⋯⋯⋯⋯⋯⋯⋯⋯⋯⋯⋯⋯⋯⋯⋯⋯⋯⋯⋯(133)

篡、耕地占用税⋯⋯⋯⋯⋯⋯⋯⋯⋯⋯⋯⋯⋯⋯⋯⋯⋯⋯⋯⋯⋯⋯⋯⋯(145)

飚、契税⋯⋯⋯⋯⋯⋯⋯⋯⋯⋯⋯⋯⋯⋯⋯⋯⋯⋯⋯⋯⋯⋯⋯⋯⋯⋯⋯(145)

第四节 公债收入⋯⋯⋯⋯⋯⋯⋯⋯⋯⋯⋯⋯⋯⋯⋯⋯⋯．(150)

一、民国蹲翔⋯⋯⋯⋯⋯⋯⋯⋯⋯⋯⋯⋯⋯⋯⋯⋯⋯⋯⋯⋯⋯⋯⋯⋯⋯(159)

：、建国后⋯⋯⋯⋯⋯⋯⋯⋯⋯⋯⋯⋯⋯⋯⋯⋯⋯⋯⋯⋯⋯⋯⋯⋯⋯⋯(150)

(一)人民黢剃辑实公债和经济建设公谈⋯⋯⋯⋯⋯⋯⋯⋯⋯⋯⋯(150)

(二)国库券⋯⋯⋯⋯⋯⋯⋯⋯⋯⋯⋯⋯⋯⋯⋯⋯⋯⋯⋯⋯⋯⋯⋯(152)

(置)特种凰债和保值公债⋯⋯⋯⋯⋯⋯⋯⋯⋯⋯⋯⋯⋯⋯⋯⋯⋯(155)

第五节

第六节

一2一

专款收入和两项基金⋯⋯⋯⋯⋯⋯⋯⋯⋯⋯⋯⋯。(155)
专款收入⋯⋯⋯⋯⋯⋯⋯⋯⋯⋯⋯⋯⋯⋯⋯⋯⋯⋯⋯⋯⋯⋯⋯⋯⋯(155)

两璜基金⋯⋯⋯⋯⋯⋯⋯⋯⋯⋯⋯⋯⋯⋯⋯⋯⋯⋯⋯⋯⋯⋯⋯⋯⋯(158>

(一)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156)

<：>溪算瀵第基金⋯⋯⋯⋯⋯⋯⋯⋯⋯⋯⋯⋯⋯⋯⋯⋯⋯⋯⋯⋯<157>

其他收入⋯⋯⋯⋯⋯⋯⋯⋯⋯⋯⋯⋯⋯⋯⋯⋯．．(158)

4

S

O◇

3

3

4

4

l

l

1_‘1i((((

～免～

～产减法～定和方一墨征收税奁计征产)))特一二兰袜(((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清产核资⋯⋯⋯⋯⋯⋯⋯⋯⋯⋯⋯⋯⋯一⋯⋯⋯一⋯⋯⋯⋯(274)

(三)晷拨流动资金有偿占焉⋯⋯⋯⋯⋯⋯⋯⋯⋯⋯⋯⋯⋯⋯⋯⋯(276)

置、成本镣理⋯⋯⋯⋯⋯⋯⋯⋯⋯⋯⋯⋯⋯⋯⋯⋯⋯⋯⋯⋯⋯⋯⋯⋯⋯(281)

(一)成本弹支范垂⋯⋯⋯⋯⋯⋯⋯⋯⋯⋯⋯⋯⋯⋯⋯⋯⋯⋯⋯⋯《282>

(二)班组经济核算⋯⋯⋯⋯⋯⋯⋯⋯⋯⋯⋯⋯⋯⋯⋯⋯⋯⋯⋯⋯(284)

(三)成本考拨⋯⋯⋯⋯⋯⋯⋯⋯⋯⋯⋯⋯⋯一⋯⋯⋯⋯⋯⋯一⋯·(286)

蹰，利满分蓖管瑗⋯⋯⋯⋯⋯⋯⋯⋯⋯⋯⋯⋯⋯⋯⋯⋯⋯⋯⋯⋯⋯⋯⋯(2髓)

(一)利润上交，亏损下拨⋯⋯⋯⋯⋯⋯⋯⋯⋯⋯⋯⋯⋯⋯⋯⋯⋯(288)

(=)科润黧成和企攮基金⋯⋯⋯⋯⋯⋯⋯⋯⋯⋯⋯⋯⋯⋯⋯⋯⋯(289)

(三)利改税⋯⋯⋯⋯⋯⋯⋯⋯⋯⋯⋯⋯⋯⋯⋯⋯⋯⋯⋯⋯⋯⋯⋯(294)

(蹬)经营承包责任制⋯⋯⋯⋯⋯⋯⋯⋯⋯⋯⋯⋯⋯⋯⋯⋯⋯⋯一(297)

第二节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311)
一、单位缀费管理⋯⋯⋯⋯⋯⋯⋯⋯⋯⋯⋯⋯⋯⋯⋯⋯⋯⋯⋯⋯⋯⋯·：：(311)

纛、公费簇疗警璎⋯⋯⋯⋯⋯⋯‰⋯⋯⋯⋯⋯⋯⋯⋯⋯⋯⋯⋯⋯⋯⋯⋯《313>

第三节 预算外国营企业财务管理．．⋯⋯⋯⋯⋯⋯⋯⋯⋯⋯(316)
一，羲算鳋蕃营垒韭发展及管理体裁摄嚣⋯⋯⋯一⋯⋯⋯⋯⋯⋯⋯一⋯(318)

：、预算外企业利润分配⋯⋯⋯⋯⋯⋯⋯⋯⋯⋯⋯⋯⋯⋯⋯⋯⋯⋯⋯⋯(317)

第四节 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管理⋯⋯⋯⋯⋯⋯⋯⋯．．i⋯⋯．。(32王)

第六章财政监督⋯⋯⋯⋯⋯⋯⋯⋯⋯⋯⋯⋯⋯⋯“⋯⋯⋯⋯⋯⋯．(329)

第一节 甚常财政监督⋯⋯⋯⋯⋯⋯⋯⋯⋯⋯⋯⋯⋯⋯⋯⋯。．《329>

第二节 财政、财务大检查⋯⋯⋯⋯⋯⋯⋯⋯⋯⋯．，⋯⋯m⋯(333)

第七章会计事务管理⋯⋯⋯⋯⋯⋯⋯⋯⋯⋯⋯⋯⋯⋯⋯⋯⋯⋯(337，

第一节 会计人员培训⋯⋯⋯⋯⋯⋯⋯⋯⋯⋯⋯⋯⋯⋯⋯⋯⋯(337)

一、短期爝调和职称培训⋯⋯⋯⋯⋯⋯⋯⋯⋯⋯⋯⋯⋯⋯⋯⋯⋯⋯⋯⋯(338)

=、职业离中培{I”⋯⋯⋯⋯⋯⋯⋯⋯⋯⋯·‘⋯⋯⋯⋯⋯⋯⋯⋯⋯⋯⋯⋯(341)

皇，学嚣培落⋯⋯⋯⋯⋯⋯⋯⋯⋯⋯⋯⋯⋯⋯⋯⋯⋯⋯⋯·⋯⋯⋯⋯⋯”(341)

第二节 企业财务整顿和会计工作达标升级⋯⋯⋯⋯⋯⋯．．(342)

第三节 会计机构设置和会计人员配备⋯⋯⋯⋯⋯⋯⋯⋯(344>

第四节 会计人员职称职务评聘⋯⋯⋯⋯⋯⋯⋯⋯⋯⋯．．。(345)

第五节会诗人员表彰⋯⋯⋯⋯⋯⋯⋯⋯⋯⋯⋯⋯⋯⋯⋯(3莲7>

第六节 会计知识竞赛⋯⋯⋯⋯⋯⋯⋯⋯⋯⋯⋯⋯⋯⋯⋯．．(348)

第七节 会计师事务新⋯⋯⋯⋯⋯⋯⋯⋯⋯⋯⋯⋯⋯⋯⋯(349>

一辱一





概 述

桂林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的铁路

里程为43 1公里，公路里程为507，公里，航空里程为3 7，5公里。地处南岭山

系西南部，跨东径110。1 3 7一一“o。407北，纬24。397一一25。227之

间。南辖阳朔县，西辖临桂县，东北与灵川县接壤。1990年底，全市

土地面积4195平方公里，其中，市区565平方公里，阳朔县1428平方

公里，临桂县2202平方公里。全市有120．53万人，其中，市区50．96

万人，阳朔县28．95万人，临桂县40．62万人。
‘

桂林历史悠久，在市区宝积岩洞穴中，发现有旧石器时代的遗

物，证明在3万年以前，先民曾在这里生息繁衍。汉元鼎六年(公元

前ll 1年)，在这里设始安县。三国时，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

置始安郡、始安县，郡治县治均在今之桂林。唐·贞观八年(公元634)

年改名为临桂县，直到民国。唐为桂州州治，’宋为静江府治，元为静

江路治，明、清两代为桂林府治，是广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民

国时属广西省，民国2年(公元l 9 1 3年)改名桂林县，民国29年升为

桂林市。1949年11月22日解放。

桂林因山青、水秀、洞奇、石美而闻名遐迩，索有“桂林山水甲

天下”的美誉。1973年桂林市被国家列为开放城市。1979年1月，国

务院定桂林市为社会主义风景游览城市。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桂

林市为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1985年全国十大风景名胜评选活

一l一





‘进行了清理和整顿，废除了国民政府的旧税制，执行了统一税法，使

税负逐步趋于平衡合理，并简化了工商各税的征收手续，便利了城乡

物资交流，巩固了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稳定i生产逐渐恢复，市场

日趋活跃。在财政体制上，1950年建立了地方金库，195 1年成为半级

财政，次年建立了一级财政。支出方面，贯彻了既管钱又管事，花钱

少、办事多的节约精神，制定了各项开支标准，缩减了开支，实行了

预央算制度，支出管理逐步走上正轨。随着经济迅速恢复和财政收支

管理的加强，财政状况逐步好转，1952年财政收支分别达到32 7r万元和

260万元，与1950年相比，收入增加1．53倍，支出增长2．6倍。

“一五"期间(1953年一1957年)，根据中央提出的党在过渡时

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即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对农业、手工

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建成了一批国营企业

和公私合营企业，工商企业有了很大发展，使之成为市财政的稳固财

I 源。1957年的市区工业总产值达到3559万元，比1952年增长3．2倍，社

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1 2 1万元，比1952年增长2．33倍。在财政管理上贯

彻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预算管理实行了全面归口包干。

通过增收节支和加强管理，收入逐步增长，支出得到控制，1957，年，

财政收支分别为767万元和423．32万元。改变了过去财政靠补助平衡收

支的局面，当年上解省财政310万元。

1958年至1965年，是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及国民经济调整时

期， “二五”期间财政工作树立政治、生产、群众三大观点，改变工

作作风，积极参与企业生产，为企业办好事。1958年全国开展盯大跃

进”运动，桂林市兴起大办工业的高潮，当年的工业产值达到5330万．

元，比上年增长49．7r6％。“大跃进”期间，财政工作和整个经济工作



一样，脱离实际，实行了多收入、多支出、多建设方针，收入方面存

在着竭泽而渔和虚增问题，每年的财政收入都在1 200万元以上。财政

支出方面，没有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支出增长很快，1958年为1348

万元，比上年增加2．1 9倍，l 960年达到2093万元。 “大跃进”期间，

在财政管理上实行了限额拨款制度，对行政事业经费实行了包干的办

法，开展了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对各项规章制度进行了大量精简。通

过精简，减少了工作量，但也有一些必不可少的规章制度被废除，削

弱了财政的职能。1 96 1年，根据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对财政支出作了大幅度压缩，当年的支出降为404万元，比

上年下降80·69％，其中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由1 620万元降为32万元。

在调整期间，财政部门狠抓了收入的组织和基建拨款的监督。通过调

整，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1965年，桂林市

工业产值达到9 567万元，比19 58增加7，9．3 3％，市属国营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585万元，实现税金6 lo万元，分别比上年增加9 1．8％和60．95％。

在经济发展和效益提高的基础上，1965年财政收支分另Ij增加到2029万

元和726万元，比1 96 1年分别增长42．1 5％和44．35％。

1 966年至197ro年，是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年开始

的“文化大革命”，给桂林市的经济和财政造成重大损失，1968年因

大规模武斗，造成工厂停工，商店关门，交通中断四个多月，经济严

重受损，市区工业产值由上年的1．44亿元降为7202万元；社会商品零

售总额由7489万元降为552 7万元。市属国营企业全面亏损， 当年的企

业收入为负数849万元，财政收入由1966年的28 1 6万元降至9 1万元，

财政支出为829万元，当年财政收不抵支，主要靠上级财政的补助。武

斗停息后，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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